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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激励器对管理激励的启发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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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激励器和管理激励, 同样使用“激励”一词, 存在着联系. 首先简单介绍了 电子激励器, 分析电子激

励器与双因素理论的联系,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管理激励器的激励模 型, 分析了企业环境对激励机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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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子激励器

电子激励器是对音频信号添加谐波成分以改

善听感的音频处理设备, 也称“电子味精”. 激励器

与其他音频设备工作原理不同, 其他音频处理设

备只对原始信号进行加工, 没有添加新成分; 而激

励器是根据人们对“心理声学”的研究, 将原始信

号中的某些频率成分取样, 经过处理后产生相应

的谐波, 然后将这些谐波添加到原始信号中, 以达

到增加声音透明度和现场感, 从而获得更动听的

效果. 激励器可使声音丰满, 声象分布均匀, 更具

穿透力.

1. 1　电子激励器的原理

当信号进入激励器后 (图 1) , 一路不经任何

处理, 直接送到输出放大电路; 另一路经过专门处

理, 产生丰富的可调谐谐波, 然后在输出放大电路

中与直接信号混合. 谐波的幅度比直接信号的幅

度低很多, 几乎不会增加输出功率和幅度 (即不会

改变原来的声音) , 但经过输出放大器之后, 扬声

器的重放效果令人惊异, 音质有很大改善.

图 1　电子激励器的原理

1. 2　谐波的产生

声音信号经 1ö2 的压缩比瞬态压缩后, 再经

具有平方律特性的扩张器扩张、滤去直流成分后

就可得到谐波. 设声音信号为

e1 ( t) = ∑
N

n= 1
A n sinnp t,

则经过处理后, 谐波信号为

e2 =
1
2 ∑

N

n= 1
ûA nû sin2np t + 　　　　　

2∑
N

n= 1
∑

N

m = 1

(A nA m ) 2 × sinnp t × sinm p t =

1
2 ∑

N

n= 1
ûA nû sin2np t + ∑

N

n= 1
∑

N

m = 1

(A nA m ) 1ö2 ×

[co s (n - m ) p t - co s (n + m ) p t ]　 (n ≠m ).

可见, e2 ( t)中各频率分量等于基频 p 的整数倍.

2　电子激励器与赫氏双因素理论

为便于讨论, 将电子激励器与管理激励中的

相关变量做如下对应: 声音信号——员工行为; 谐

波产生器——激励产生机制; 输出放大器——员

工自身; 输出——绩效. 电子激励器的作用是获得

更佳的输出效果, 而管理激励则是使企业的员工

取得更好的绩效.

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认为, 对于激励, 存在

两种不同类型的因素, 它们彼此独立, 并以不同的

方式影响人们的行为, 一类能激发工作热情, 提高

工作效率, 称为“激励因素”; 另一类能维持工作现

状, 但不能起到直接的激励作用, 称为“保健因

素”. 电子激励器的工作原理是将信号源分为两

路, 一路不经过任何处理, 用来保持原来的声音,

另一路添加一些“味精”, 改善音质. 与双因素理论

类似: 那一路不经过处理的就好比保健因素, 其作

用是保持原来信号的幅度, 对音质并没有改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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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保健因素只能保持员工原本的工作状态, 不能

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提高绩效; 添加的“味精”就

是激励因素, 添加的谐波可使声音丰满, 更具穿透

力, 达到很好的音响效果, 激励因素能使员工增加

满意感, 获得更好绩效.

3　管理中的“激励器”模型

3. 1　管理激励器模型

对管理实践中的激励过程, 建立模型 (图 1) ,

用公式表示为

图 2　管理激励器模型

B = F {B 1,M (B 1, E ) , E }, (1)

式中, B 为新行为; B 1 为原员工行为; M 为激励因

素; E 为企业环境. 模型中, B 1 指没有进行任何激励

的由员工本身自发的行为, E 指生产设备等硬环境

和企业文化等软环境. 本模型描述为: 针对原员工行

为和企业环境等具体因素, 制定出的激励机制, 使员

工产生新的行为, 进而转化为绩效.

激励机制是管理激励器模型的核心. 在分析

原员工行为的特点和企业环境后, 提出N 个激励

因素, 然后对这些因素进行效果预测, 选取激励效

果为正的因素, 并按效果的大小排列, 结合企业目

标, 进一步筛选出能够最大达成企业目标和员工

需要的激励因素组合, 从而得到企业所需的激励

机制 (图 3).

图 3　激励产生机制方框图

用公式表示为

M = F (B 1, E ) ; (2)

M 1= {M ûg (M ) > 0}; (3)

M 2= M ax{M 1û f (M 1, T ) }, (4)

式中, g (M ) 为激励效果函数; f (M 1, T ) 为结合企

业目标的激励效果函数; T 为企业目标.

在激励因素产生机制中要求产生的因素越多

越好, 在效果预测机制中可根据员工的期望、价值

观来预测, 在协调机制中, 既要考虑激励因素对员

工本人的效果, 也要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以及激

励的综合作用.

3. 2　企业环境对激励机制的重大影响

管理激励器模型中将激励与企业环境联系起

来, 说明不同的企业应采取不同的激励机制和同

一企业在不同的环境下也应采取不同的激励机制.

根据管理激励器模型, 员工是在综合考虑激励机制、

企业环境和自身特点后产生新的行为, 从而产生绩

效, 可见企业环境会影响绩效水平. 与激励有关的企

业环境主要有企业文化、企业的发展状况、企业的生

产方式.

a. 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本身就具有激励作用(当

然也包括负作用). 优秀的企业文化对员工具有极大

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使员工认同和推崇企业的价值

取向, 自觉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奉献聪明才智. 企业文

化对激励因素有催化作用, 要实施有效的激励离不

开优秀的企业文化. 此外, 民族文化对激励因素也有

一定影响. 就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说, 日本和希

腊等民族安全需要可能是最高层次的需要; 丹麦、瑞

典、芬兰等民族社会需要可能是最重要的; 而美国及

英国则看重成就需要.

b. 企业的发展状况. 企业在不同的发展状况

下, 员工对未来的预测不同. 企业若处于高速的发

展状态, 员工更关注未来的收益; 企业若处于发展

缓慢甚至倒退的状态, 员工由于要规避未来可能

出现的风险, 他会更看重眼前利益. 例如, 激励因

素同为晋升, 在企业高速发展期要比企业濒临倒

闭期更具激励作用.

c. 企业的生产方式. 企业的生产方式主要有:

手工作坊、大批大量、柔性生产. 不同的生产方式

下, 主要的激励方式不同. 手工作坊模式下, 组织

成为一个准家族, 人们相互帮助, 相信有付出就有

回报, 因此运用情感激励效果最好; 大批大量模式

下, 工作严格按照程序进行, 物质利益成为最主要

的激励因素; 柔性生产模式下, 要求以生产任务为

核心结成工作团队对团体的激励比对个人的激励

更加重要.

应用管理激励器模型综合考虑了激励机制设

计过程中的诸多因素, 表明激励效用的产生过程,

对设计和运用激励机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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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scuss ion on En l ightenm en t of Aura l Exc iter to M otiva tion
YU X iao2jun

1　L IN X i2rong
1

(1. Schoo l of M anagem en t, W U T , W uhan 430070, Ch ina)

Abstract: A u ra l exciter is rela ted to m anagem en t incen t ive in tha t they have the sam e aim to m ake

their body excited. A u ra l exciter is in t roduced and the rela t ion be tw een the tw o2facto r theo ry is

po in ted ou t. Based on th is, an exciter m odel abo u t m anagem en t incen t ive is p resen ted and the

environm en ta l influence to a co rpo r a t ion incen t ive m echan ism is ana lyzed.

Key words: au ra l exciter; tw o2facto r theo ry; co rpo ra t ion environm en t; m anagem en t incen t ive;

m o tiva 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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